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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古代出版
。， 机构考述《上≥

宋平生

北京甫代的出版机构情形各异，有的魁专职的，例如刻书

镳，再魏道我翁鬻经浣、嚣谯孚襄鹣兴文簧、鹱我懿经厂，潦

代的武茭殿等。它们一般都拥有包描写工、剡工、装订等工鹾

褒寒懿窭装班底。骞戆是兼职鳃，铡鳃金代的露史院、都求监；

元代静篙子益、太隘院；鞠代的都察院等一熬在本取工作范黼

之外出版过一些图书的官搿。它们大黟没有专职的刻书班底，遗

鬻是蠢鑫惑鑫蜜，将缡定熬书骧交鑫书跨或其它翥书撬搀燕窝。

此外，寺院、道观和私宅出版图书的情形，亦大多与其相近。简

佟海遗版监孛坚抟富方塞藏撬搀，除攘步数是专监鳇螅塔癸，缝，

大多数均属兼职或偶一为之者。但茏论它是专职的，漩是兼职

或偶一势之者，只螫它确实出版过躞搭，便均在本文考逑之列。

一、辽代的出版机构

获严搭意义上漤，爨衷吉莰窭臻骞文藏鼙征戆塞黻撬搀，始

乎辽代。

契丹按蘸鸯越予辽河上游戆瀵漪(匿拉本抡河)一擎(今

内蒙古裔涤蘧疆岛逮盗)酌游牧民簸，遗入中源乾帮谶涯后，群

始接触中麒文化，逐濒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。至遗圣宗时，

颧主袤籁爨零海，器撩天逡，赣贡瑟六÷煮余，蓬寨赣每年夯，

向辽国贡举银、绢三十万两、匹，成为当时家弧最富强的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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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国力强盛，‘因而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。圣宗开泰元年

(1012年)八月，那沙乞赐佛像、儒书。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、

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一部。道宗清宁元年

(1055年)十二月，诏设学养士，颁《五经传疏》。咸雍十年

(1074年)颁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。这些都是辽代刻书的珍贵史

料，可惜我们已无法考知上述诸书是由何机构所雕印的。

辽代的刻书中心在南京，又称燕京(即今北京)，为辽五京

之一，它是辽国在北方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尽管

辽代刻书传世甚少，但我们通过近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

辽圣宗统和年间(983—1011年)雕印的《辽藏》(又称《契丹

藏》)残卷，尚能对当时精良的雕印技术和巨大的出版能力略窥

一斑。这些经卷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辽代版刻实物，还

提供了一些有关辽代北京出版机构的珍贵资料。。

(一)官方出版机构 ，

印经院关于辽代的印经院，过去一向无人知晓。由于近

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出土的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》和

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--F》中有“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

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”的署名，才有人提出“辽在

燕京设印经院，专门从事刻经”的论点①。李致忠先生进而认为

“这说明《契丹藏》的雕印很可能由印经院主持”。②

(二)寺院刻经

辽代统治者崇尚佛教，常赐寺院以大量的人畜土地，寺僧

亦放债以营利。由于寺院饶于赀财，研以才有力刻经。’

1．燕台圣寿寺刻书现存《辽藏》残卷《称赞大乘功德

经》。卷末镌有“燕台圣寿寺⋯⋯时统和贰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

① 引自‘山西应县佛官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》，载‘文物》1982年第

6期。

@李致忠著《历代刻书考述》第11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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羹生五叶记，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，穆成宁、赵

守俊、李存让、樊遵四人同雕”题记，记录了此经的雕印地点、

时间、书写者和刻工。据此可以推论，《辽藏》很可能是辽代统

治者诏令一些寺院联合雕印而成的。

2．燕京弘法寺刻书现存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》和

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》。镌有“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

流通，殿主讲经觉慧大德臣沙门行安勾当，都勾当讲经诠法大

德臣沙门方矩校勘，右街天王寺讲经论文英大德赐紫臣沙门志

远校勘，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

睦提点”题记。雕印时间是辽道宗咸雍七年(1071年)十月。

3．燕台大悯忠寺刻书今存《新雕诸杂赞》。悯忠寺即今

法源寺，始建于唐贞观年间，寺址在宣武门外西砖胡同。

(三)书坊

1．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冯家刻书现存辽圣宗太平五年

(1025年)所刻《妙法莲华经卷第四》，镌有“摄大定府文学庞

可升书，同雕造孙寿益、权司展、赵从业、弟从善雕。燕京檀

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。经板主前家令判官银青崇禄大

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、武骑尉冯绍文柚(抽)己分之财，

特命良工书写，雕成妙法莲华经壹部，印造流通。”①题记。知

此经系辽朝官员冯绍文出资请良工写版，并委托冯家书坊雕印。

写版者庞可升是辽代著名书法家，辽圣宗太平五年(1025年)宝

坻广济寺碑即出自他的手笛。此经写刻俱佳，为辽刻精品。

2．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刻书现存有《上生经疏科文》，卷

末镌有“时统和八年岁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故记，燕京仰

山寺前杨家印造”题记。

① 引自‘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(契丹藏)和辽代刻经'，载‘文物’
1982年第6期·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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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燕京赵守俊家 在其所刻《妙法莲花经卷第四》的卷首

画上，镌有“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同雕记”题记。据

此可推知赵守俊一家应是当时专门雕印历书的书坊。此经刻印

俱精，《辽藏》中《称赞大乘功德经》中亦有赵守俊参加刻版的

题记，可知赵氏为当时的著名书坊主兼优秀刻工。

4．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家刻书现存《佛说八师经》。书

中镌有“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造”题记，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是

大吴天寺所刻。但通观文意，当为寺楼下成家所刻。大昊天寺

是辽道宗清宁五年(1059年)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等为寺，寺

址西便门大街西。④

二、金代的出版机构

女真族源于唐黑水袜韬，五代时分布于我国东北松花江、黑

龙江下游一带，北宋末年，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，建立金政权。

公元1127年，金兵攻陷宋都开封，掳去徽、钦二帝，以及宫嫔、

亲王、百工、伶人、医官、儒学、佛僧等十余万人。还将北宋

图书及书版劫往燕京，为金人刻书奠定了基础。金贞元元年

(1153年)，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，改燕京为中都，燕京遂成

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：设立秘书监，掌管经籍图书，校书

郎专掌在监文籍，‘国子监掌印行书籍。由于金人在天德三年

(1151年)置国子监养士，至大定年间，国子监学生与各地府学

学生总数达1400人以上，学生对经史典籍的大量需求，促进了

金代的出版业的发展。当时金人辖地分为十九路，其中刻书地

点可考者有九路，而以中都(燕京)、南京(汴京)、平阳、宁

晋等地为中心。 ．

(一)官方出版机构

①详见‘北平庙宇志通检》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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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代官方出版机构可考誊有国予监、国史院、印造钞引库、

都承监等。还有毒版撬掏未详者，如金章宗承安五年(1200

年)，“尚书省进《律义》。”泰和元年(1201年)十二月，司空

襄以下等进《新定德令敕条格式》五十二卷，辛盈，诏颁行之。”@

泰和八年(1208年)，“诏更定蝗虫生发坐罪法。⋯⋯诏颁《捕

蝗囹》于中外。”②以上图书，很有可能是由尚书省组织出版的，

可惜我辩已无法确认了。

1．国予监金朝官方出版机构首推国子监。《金史·选举

卷一》：“凡养士之琏爱国子箍，始墨手天德三年(公嚣1151

年)。⋯⋯凡经，《易》则用王弼、韩泰伯注，《书》用孔安国注，

《诗》用毛接注、郑玄笺，《蠢秋左氏传》用挫预注，《礼记》用

孔颖达疏，《周礼》用郑玄注、贾公彦疏，《论语》展何璺集注、

邢龉疏，《盏子》用赵岐注、孙爽疏，《孝经》用唐玄宗滋，《史

记》用裴骥注，《裁汉书》薅颜师吉注，《君汉书》霜零爨注，

《三国志》用裴松之淀，及唐太宗《晋书》、沈约《宋书》、萧子

显《齐书》、姚思廉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魏收《惑魏书》、李百药

《北齐书》、令狐德檠《周书》、魏征《隋书》、新旧《唐书》、新

1日《五代史》，《老予》用唐玄宗注疏，《苟子》用杨f京淀，《扬

子》用李轨、宋戒、柳宗元、吴秘注，皆宣圈子监窜之，授诸

学校。”上述诸书，不是金人新雕，而是利用北宋旧版修补重印。

下列二书，警是金人耨雕露行；

金世宗曾问右嚣耶律履(字履道)宋名臣中谁最优秀，履

道认为当以苏轼最佳。履道“明日录轼《奏议》上之。诏国子
●

● ● ●

监稍行。”@
● ● ●

东莱人刘迎，字无党，自号无诤居士所著“诗文乐府号

①‘金吏·章宗本纪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58页。

囝‘金史·章宗本纪，第285页。

◇《蠲努众金涛增蛰审髑集≥豢l第20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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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林长语》”。金章宗“诏国学刊行”。①

通过上述两则史料，我们可以知道金代国子监不仅刊印供

士子学习用的正经正史，同时，也刊印过个人的诗文集。

金朝统治者还组织人力用女直(即女真)语翻译并刊印了

一批经史要籍，这在《金史》中屡有记载：
‘

“自大定四年，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。”②

大定“五年，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《贞观政要》、

《自氏策林》等书。六年，复进《史记》、西(两)《汉书》，诏

颁行之。”@
‘

大定二十三年(1183年)八月，金世宗“观稼于东郊。以

女直字《孝经》干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”。九月，“译经所

进所译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扬子》、《文

中子》、《刘子》及《新唐书》。⋯⋯命颁行之。”④

上述用女直语翻译的典籍，虽然未注明刊印机构，但根据

内容，由国子监刊印的可能性较大。

2．国史院 金章宗泰和六年(1206年)，寿州人魏全被宋

将李爽兵所俘，“爽谓全日：～若为我骂金主，免若死。’全至城

下，反骂宋主，爽乃杀之，至死骂不绝口。”金主封赠甚厚，

“仍以全死节送史馆，镂版颁谕天下。”⑤史馆即国史馆，详见

《金史·百官志》。

3．都水监 “掌川泽、津梁、舟楫、河渠之事。”⑥“大定

二十年及明昌四至五年，黄河屡次决口。金都水监颁印《河防

‘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》卷17第1页．

‘金吏·选举志一》第1133页。

《金史·徒单镒传》第2185页。

‘金史·世宗本纪》第184页。

《金史·忠义·魏全传》第2640页。

‘金史·百官志二'第127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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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议》。”①

(二)寺院与道观

1．弘法寺女真族与契丹族一样崇信佛教。“大定二十九

年(1189年)后明昌六年(1195年)前，济州普照寺智照和尚

听说京师弘法寺有藏经板(即《赵城金藏》经板)，特地从山东

赶去该寺，用钱二百多万，印造两部藏经以归。”②这说明曾在

辽代雕印过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》和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》等

经卷的燕京弘法寺在金代仍然是藏经、印经的重地。

2．十方大天长观金人不仅信佛，尤崇道教。金世宗时，

出内府公帑巨万，耗时八年，重建中都十方大天长观。由于信

徒众多，对道书的需求亦随之增多。各地道观不仅有零星道书

刊行，还刊印了规模较大的《道藏》。大定二十八年(1188年)，

金世宗下诏，以南京《道藏》经板调入中都天长观。“天长观旧

贮藏经，缺而未完，以藏于飞玄阁之藏经，与玉虚观藏经对调。

提点观事孙明道又分遣黄冠，访遗经于天下。凡得遗经千七十

四卷，补板者二万一千八百册有奇，积册八万三千一百九十八

⋯⋯。明道于是倡诸道侣，商校同异而诠次之，勒成一藏，凡

六千四百五十五卷，为帙六百有二，题日《大金玄都宝藏》。这

比《政和万寿道藏》多近一千卷，是最完备的《道藏经》，刊补

于中都。”@虽是补刊，其出版能力仍很可观。
●

，

三、‘元代的出版机构

崛起于塞北朔漠的蒙古游牧民族，为了巩固其靠武力建立

的政权，先后采取了尊孔崇儒、兴学立教、举贤招隐、保护工

①张秀民‘中国印刷史)第254页．

@同上第257页。

@同上第26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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匠等文治措施。义“置编修所予燕京，经籍所于平阳”。国

元世祖至元元年(1264年)，“敕选儒士编修国史，译写经书，起

馆舍，给俸以赡之’’。露至元九年(1272年)置秘书箍，“掌魇代

图籍并阴阳禁书”。③至元十三年(1276年)元军攻陷临安，世

祖“命焦友壹括粉书省禁书匿籍。信颜入临安，遗部孛孟祺
籍宋秘书省、圈子监、阂史院、学士院图书，由海遭运至大

都”。并采纳许衡的建议，“遣使取杭州在富书籍板，及江西诸

’郡书板，立兴文滔以掌之。”固这些措施，无疑会对警时的文化

教育和图书出版起到促进作用。但是，在元代，汉人深受民族

+蚊视与篷追，知识分子逸位羝下，出版圈书更是障褥重重。瞬

代陆容《菽园杂记》云：“元人刻书，必经中书省看过，下所溺，

乃谗刻窜。’’涛入蔡澄《鸡窒丛话》云：“先辈云：霓对久刻书

极难，如某地某人有著作，则其蛾之绅士罴词于学使，学使以

为不可刻，则巴。如可，学使备文咨部，部议以为可，则刊板

行世，不可猫止，”正由予元代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不信任，

以及对图书出版的严格控制，又反过来制约了元代文化和出版

监懿发鼹。 。

元代中央出版机构主要有兴文署、广成局、印历局、圈子

监等。凌手“元时书籍，并电中书省牒下诸路子嘻行’’@故孛央粼

书并不很多，这从中央刻书存世稀少亦可得到证明。元代北京，

的私宅与坊肆刻书数量亦远逊于建阳、建安、平阳、杭州等地。

这大概与北京捌书成本嵩，官方控翩严格不无关系。

(一)。官方比版机构

①‘元史·耶棒楚材传》第3459页．
@‘元史·世祖本纪，第96页。
@‘元变·吾蠹塞六≥第2296夏。

固涛钱大昕《扑元史艺文卷序》．

@‘必禄琳琅书日·茶宴诗涟，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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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※文署据元代王±点、商企翁《秘书监志》卷七云：

“至元十年(1273零)十一月初七嚣，太傈大谣农奏避事内一件，

凝文署掌雕印文书，交’|蒿秘书监。⋯⋯本署元设官三缀，令一

爨，丞二爨，校理蹬荧，楷书～曼，掌记一爨，事故富一受，杨

时黧身故；校理二爨，今改大都馁学教授孙荚、剃震。冤任富

二员，爨令马天嬲、署丞正爨；校理二员，李嘉、蠢孝}楷书

毽麓}掌滋赵谦；痒头一名，匠三十九名，窜匮一十六名。燮

嚣十三年十二月，申书省赛；奉圣旨省并衙门内，兴文署并凡
翰赫院王橹潮兼案。”可知避时的兴文署是一个人员醚鬣齐全懿

趱版机构。它初瘸秘书监，赠叉廖翰林院兼管。

至露=十七年(1290箨)竞冀，“复立熬文署，攀经籍板及

汪肖学溺钱答。”◇戴时酶必文署职投葱匿孝趼扩大。箕薏又嘱

圈子监，“掌提调诸艇饮膳，与凡文胺簿书之事。，，②戴时的兴文

簧瑟与撼舨无缘了。

早期的兴文署剡卵的图书，现已觅实物可征。据《天禄琳

琅书匿》卷嚣《资洽蘧鉴》条葶l元入王磐痔泛：“赣廷予京辉创

立兴文署，著置令忝并校瑷瞪员，薄缭禄廉，疆集良王翔捌诸

缀、子、史舨本，澈布天下。激《资渗通鉴》势起端之首，可

谓识时李之缓急，两事适餍之务云云。”又撅张秀民《审鬻审瓣

。史》云：“至元二十七年(1290年)刻成(《资治通髌》)二酉

兔十四卷。叉刻勰三省《逶黧释文瓣误》十三卷。兴交署《避

鉴》，清嘉庆闯有胡克家翻刻本。”按。“十三卷”乃‘‘十二卷’’

之误。

2。秘书蓝嚣代酶秘潦靛奉燕掌管厨代甏籍帮溺辩禁书的

枫梅。墅元十三年(1276年)，兴变署脱离秘书箍并入翰林跷，

①l党史·世袒举纪》第334页。

◇{蠢吏·吾富卷三》第2193簧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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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“有印造每年历日事务拨附秘书监亲管。王待制牒保作头董

济于本监依旧勾当。”①这说明当时的历书是由秘书监负责出版

的，而原刻工作头董济仍留在秘书监中具体负责雕印事务。

由秘书监负责出版历书，这是因为当时“掌观象衍历”的

司天监隶属于秘书监的缘故。“司天之隶秘省，因古制也。⋯⋯

至元十年闰六月十八日，太保傅奉圣旨：回回、汉儿两个司天

台都交秘书监管者。”②但到至元十五年(1278年)，秘书监负责

出版历书一职，便被太史院取代了。

3．太史院 。太史院，秩正二品。掌天文历数之事。至元

十五年，始立院。”@至元“十五年，别置太史院，与(司天)台

并立，颁历之政归院，学校之设隶台。”④在太史院所属官员表

中，有腹里印书管勾一员、印历管勾二员，应是负责雕印历书

的官员。上述史料证明，元代出版历书一职，自元世祖至元十

五年(1278年)便由秘书监改为太史院了。遗憾的是，无论是

秘书监，还是太史院出版的历书，皆已不传了。

4．广成局 “广成局，秩七品，掌传刻经籍，及印造之事。

天历二年(1329年)始置。”@隶属于艺文监。广成局究竟刊印

过什么书，现已不得而知了。由于其所隶属的艺文监的职责是

“专以国语敷译儒书，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”，我们可以

推测其刻书应以儒家经典为主。而孙毓修在《中国雕板源流

考》一书中称：“广成局专一印行祖宗圣训。凡国制等书，皆隶

艺文监。”不知孙氏所据何在?

5．太医院 “太医院，秩正二品。掌医事，制奉御药物，

元王士点、商企翁‘秘书监志》卷7。

同上．

‘元史·百官志四'第2219页。

‘元史·百官志六》第2297页．

‘元史·百官志呀》第222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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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各属医职。”其下属单位巾的医学提举司“秩从五品。至元九

年始置。⋯⋯掌考较诸路罴垒课义，试验太逡教官，校勘名嚣

撰述文字，辨验药材，训诲太医子弟，领各处医学”。囝据此可

以推知，校铡送书的工俸很祷霹能鄙凌医学提攀邂具体受责酶。

元代太医院刊行的臌书仅知《圣济总录》一种，刻于太德四年

(1300年)。

6．国子监 元代的国予监隶属于集贤院。“至元二十四年

(1287)，始置监祭酒一员，从三品，嗣业二员，正五晶，掌学

之教令。黟下设诸富审有“博士二员，擘教授生徒、考较孺入著

述、教官所业文字’’。②元代网子监刻书仅知一种与其职责无关’

的医书，鄢裁予延禳三年(1316年)翡《伤寒论》。

(二)书坊

燕山活济堂堂主窦桂芳兼有医生和书坊主的双重身份，

敌所刻图书以医书为主。叠知活济堂缀版的医书有：《耨铷黄帝

明堂针灸经》、《伤寒百证经络图》九卷。又仿儒家《网书》而

刊窜《钟炙遁书》八卷，后辫宣著《针炙杂说》一豢，镌有

“皇庆壬子中元燕山活济堂刊’’木记。按：皇庆壬子即元仁宗皇

庆元年(1312年)。天一阁藏本存六卷。◎

除燕出活济堂刻书外，还有《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

犯》、《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蠲梦》等元杂剧，晟然均出自北京

。书坊，可辫不知为哪家书凌所刻。

(三)私宅

1。燕京中书侍郄宅耶律楚材(1190--1244年)为辽东丹

八世孙，金右相耶律履之子。后得元太祖，太宗倚重，官至中

书令。曾西游数万里，所著《西游录》，元太寒已丑(1229年)

①l元史·百官志四'第2222赋。

②l元史·百官志三》第2193贾。

@参燕张秀琵《孛瓣窜鹾变》繁Z83夏、繁285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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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旦刊于燕京私邸。其时官任中书侍郎，故有“燕京中书侍郎

宅刊行”字样。此书刻本今已失传，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有抄

本一册。耶律楚材还刊行过自著《心经宗说》一书。又曾发起

募缘补刊《大藏经》板，详见《湛然居士文集》。

2．姚枢宅姚枢，字公茂，柳城人。少力学，有王佐才。

元太宗十三年(1241年)，任燕京行台郎中。后因故弃官，“携

家来辉，垦荒苏门⋯⋯，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，自版《小

学》书、《语孟或问》、《家礼》；俾杨中书版《四书》、田和卿版

《尚书》、《声诗折衷》、《易程传》、《书蔡传》、《春秋胡传》，皆

脱于燕。又以《小学》书流布未广，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恬板，与

．《近思录》、《东莱经史说》诸书，散之四方。”①“恬板”，李致忠

《历代刻书考述》所引作“活板一，并且认为：“所谓的‘为沈氏

活板’，其实指的就是按照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记载的毕

升的泥活字摆印的方法。”②如果其说成立，那么，这便是泥活

字法发明后二百年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大胆实践，它比清代李

瑶和翟金生仿毕升泥活字法早了大约六百年。做为私宅印书，姚

枢的成绩是颇为可观的。可惜皆已失传，令我们无缘一睹其印

书的风貌了。

① 元姚燧‘牧奄集·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》卷15，清乾隆《武英殿聚珍

版丛书'本。

②李致忠‘历代刻书考述》第194页．。
-

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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